





 

通讯

济南老年人群中全氟 ／多氟化合物的暴露水平与短期变化研究 　 全氟 ／多氟化合物（Ｐ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ｙｆｌｕｏｒｏａｌｋｙｌ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ＰＦＡＳｓ）在环境中的污染具有普遍性，并且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然

而，针对老年人这一易感人群的暴露水平，尤其是其暴露水平纵向趋势的研究相当缺乏。 针对此问题，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蔡亚岐研究组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所合作，基于中国老年人空

气污染物暴露的生物标志物研究（Ｃｈｉｎａ ＢＡＰＥ）项目，在我国山东省济南市选取 ７６ 位健康老年人（年

龄：６０—６９ 岁）为研究对象，进行连续 ５ 个月的人体血液样本采集，开展了老年人群体内 ＰＦＡＳｓ 暴露水

平和纵向趋势研究。 研究成果以“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ｃｙ Ｐ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ｙｆｌｕｏｒｏａｌｋｙｌ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为题发表在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上，全文链接：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２１ ／ ａｃｓ．ｅｓｔ．２ｃ００３８１．

暴露结果表明（图 １），在所有参与者的全血中检出了 １５ 种 ＰＦＡＳｓ，其中以全氟辛酸（ＰＦＯＡ）、全氟

辛基磺酸（ＰＦＯＳ）和 ６∶２ 氯代多氟烷基醚磺酸（６∶２ Ｃｌ⁃ＰＦＥＳＡ）为主。 相关性分析表明，６∶２ Ｃｌ⁃ＰＦＥＳＡ 与

ＰＦＯＳ 有较强相关（Ｒ２ ＝ ０．７３３），可能是由于它们在人体内具有相似的高生物蓄积性和较长的半衰期。

在 ５ 个月评估期内，短链（Ｃ４—Ｃ７）全氟烷基羧酸（ＰＦＣＡｓ）浓度呈显著变化，其变化幅度范围为 ５３％至

３３４％，而其他 ＰＦＡＳｓ 则无明显变化。 对 ＰＦＡＳｓ 浓度与不同种类食物摄入频率进行回归分析，发现饮食

尤其是鱼肉的摄入可能是老年人体内 ＰＦＡＳｓ 的重要暴露途径。 每日总摄入量（ＴＤＩ）估算结果表明，与

我国其他城市居民相比，济南老年人群 ＰＦＡＳｓ 暴露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但其暴露风险仍值得进一步

关注。

本研究揭示了老年人体内 ＰＦＡＳｓ 的暴露水平及短期变化趋势，对 ＰＦＡＳｓ 的人体监测和流行病学研

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图 １　 老年人群 ＰＦＡＳｓ 暴露水平


